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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艺复排经典育新人
本报记者 祝 静

群众的渴望就是我们的动力
———黑龙江省曲艺团成长记—黑龙江省曲艺团成长记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实习记者 张朝阳

闪光灯是一把刀
清 筝

艺术·舞台

一段无悔的青春和可歌可泣

的人生。

一个精忠报国的感人故事。

一群辛苦排练、全力拼搏的

年轻人。

音乐剧《岳云》到底是怎样的

一部作品？一个年轻的团队究竟

能给观众带来怎样一个鲜活的青

年岳云？旧时剧目如何吸引现在

的孩子？

近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

进了位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四楼

的排练厅。刚走出电梯，记者就

听到排练厅内传来一段颇具气势

的音乐唱腔。走近一看，一群年

轻演员正举着道具，说着对白。

环顾四周，没有人留意记者

的到来，他们或正在用心表演，或

在一边拿着剧本认真研读，演绎

着属于自己的风采。

希望更加贴近当下

作为中国儿艺“2013 中国经

典童话年”的首部作品，音乐剧《岳

云》眼下正在紧张排练，并将于5月

18日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

该剧改编自剧作家马少波的

同名作品，旨在弘扬南宋名将岳

飞之子岳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

精神。中国儿艺曾于 1961 年创作

演出这部儿童话剧，并得到邓颖

超的高度评价。1980 年，《岳云》

经过复排演出第二版，反响强烈。

将优秀戏剧以当代孩子容易

接受的方式传承下去，将思想性

与艺术性相结合，是此次中国儿

艺以崭新的艺术形式解读《岳云》

的意义所在。在今年 1 月得到《岳

云》作者马少波家属的认可后，中

国儿艺开始紧锣密鼓地创作音乐

剧《岳云》。

中国儿艺优秀青年演员赵宇

担 任 该 剧 导 演 并 主 演“ 青 年 岳

云”，还与王翔浅共同担纲编剧。

赵宇表示：“经过 1 年多的准备和

剧本 26 稿的修改，该剧将从感性

和人性两面着重突出岳云的英雄

气概，希望让今天的少年儿童能有

所感悟。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展现，

则是希望能够更加贴合当下。”

“《岳云》将一群有着音乐剧

情结的人组合在了一起。”该剧

声乐指导周岚笑称，在整个主创

团队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利

用音乐剧形式来复排《岳云》。“该

剧的音乐设计很巧妙，将中国古

典音乐和西洋元素混搭，并融入

时代气息，既符合现代人审美需

求，同时也让经典的东西得以延

续。”周岚表示。

“轮换上演”育人才

《岳云》20 多人的演出队伍是

中国儿艺近年来较大的阵容，此

前《马兰花》、《西游记》等多部儿

童 大 戏 的 演 员 都 汇 集 在《岳 云》

中。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主创

和演员团队以 35 岁以下的青年人

为主。“我们是一个年轻的集体，

从导演到演员大部分都是‘80 后’

‘90 后’，希望能够借此带给观众

全新的感受和青春的气息。”赵宇

坦言，此次执导《岳云》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虽然有压力，但是心里

的激动激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

在《岳云》排练现场，记者看

到了演员们在镜前一丝不苟地严

抠动作细节，苦练基本功；听到了

一 遍 又 一 遍 的 音 乐 唱 段 的 练 习

声；主创们不时围坐在一起，对舞

美设计激烈讨论。在尝试高难度

特技时，赵宇更是亲自上阵，与演

员们一起“飞檐走壁”，以期达到

更好的演出效果。

起用青年导演赵宇，可以说

是中国儿艺近年来培养优秀青年

人才的一个见证。经过多年的儿

童剧市场探索，中国儿艺于 2010

年 实 行 了“ 优 秀 剧 目 轮 换 上 演

制”，这是全国艺术院团的首次尝

试，即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

小剧场在每个星期同时上演两部

儿童剧，平均每两周轮换一次，一

年计划上演 25 台剧目，演出 200

余场。“轮换上演制”给剧院的青

年演员提供了展示才华和学习交

流的良好平台，培养了新人。同

时，通过提供演出平台，剧院不断

排练、打造各类儿童剧，在一定程

度上也丰富了剧院的演出剧目，

增强了演出实力。

艺术创新塑品牌

当下，如何更好地演绎经典

童话，继承其中的精髓，同时又结

合时代特征，让经典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岳云》采用

音乐剧的崭新形式来让经典重现

舞台，是中国儿艺在艺术创新上

的一个大胆探索。在剧中，音乐

和故事相辅相成，故事呼应音乐，

音乐讲述故事，让观众从中体验

到强烈的情感冲击和震撼。

同时，在舞美设计上，《岳云》

通 过 光 影 装 置 和 巧 妙 的 灯 光 设

计，营造出逼真的特定历史空间

和 场 景 。 多 媒 体 技 术 的 巧 妙 运

用，使立体的影像和真实的实物

道具结合，带给人视觉上的全新

体验，使人仿佛置身于那段历史

当中，如梦如幻。

此外，《岳云》在剧目创作中

坚持创新，贴近观众，贴近新时期

孩子们的生活。在该剧首次联排

审查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周予援这样说道：“历史题材作品

不可小视、不可忽视，如何让历史

人物深入当下孩子们的内心，是

中国儿艺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对

于历史人物，今天的孩子懂得多

少？因此，必须精雕细琢剧中的

人物关系。通过复杂人物关系、

众多人物群像的刻画，让孩子们

感受历史、走近这样一群可歌可

泣的人物。同时，主创及演员们

必须坚定信念、敢于担当，通过独

特的艺术视角及舞台呈现，让观

众感受到中国儿艺的艺术水准。”

他表示，剧目创作中要加强文学

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既要有平实、

有“小河流水”，又要有感动、有震

撼，要以创新的戏剧手法刻画出

感天动地的人物和故事，彰显中

华民族精神。

而随着音乐剧《岳云》的正式

上演，也将拉开中国儿艺“2013 中

国经典童话年”的序幕。“2013 中

国 经 典 童 话 年 ”是 中 国 儿 艺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优秀剧目轮换

上演制”“2012 世界经典童话年”

基础上打造的又一品牌，旨在汲

取传统经典剧目中的儿童文学精

髓，扩大儿童戏剧创作的视野和

范围，推广优秀的传统文化。今

年，中国儿艺将推出三四部改编

自 中 国 经 典 文 学 作 品 的 儿 童

剧 。 相 信 随 着 后 续 剧 目 的 陆续

展开，中国儿艺将带给孩子们更

多的精彩。

近日，音乐舞台剧《贾宝玉》在武汉上演。有媒体报道，许多

观众在演出中用相机、手机或 iPad拍照，闪光灯不断亮起。频现的

闪光灯和拍照不仅让香港鬼才导演林奕华、明星何韵诗等众主创

不满，更引发现场观众对骂、掷矿泉水瓶。

舞台上上演着宝玉的一生，而舞台下却因为拍照的闪光灯上

演“全武行”。

演出结束后时间已近零点，林奕华和全体演员集体亮相，向

坚持到最后的观众致意。一上台，他举起手机对着场下拍照，台

下不明白原因的观众发出了欢呼。林奕华举着手机环视全场，语

调沉重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手中的不仅是一部手机，也是一

把刀。当你用手机拍了照，闪光灯会影响到演员，你知道他们要

多久才能恢复状态吗？”

无独有偶。此前有媒体报道，著名歌星张信哲在 2011 年成都

演出舞台剧《露露，听我说》时，因过场暗灯时，观众太过热情，猛

拿闪光灯拍他，造成张信哲“视盲”看不到路，最后直接撞上茶几，

摔落后台，腿部受伤。

诚然，“闪光灯现象”最容易问责的就是观众的素质问题。在

嗑瓜子、大声喧哗等旧陋习逐渐消失的同时，“新技术”引发了新

的观演坏毛病。假如让时光倒退 20年，人们真的难以想象相机等

电子设备会如此迅速而广泛地进入寻常百姓家，数码相机 PK 了

传统的胶卷相机，手机的流行使得拍照成为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

“举手之劳”。应该说，相机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因而拍照也应

该成为一个文明的行为。不是任何场合都可以携带相机，更不是

任何场合都可以拍照。“想唱就唱”其实过于夸张，“想拍就拍”显

然也是行不通的。

“想拍就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台上演员的不尊重。

由于受到干扰，演员们必须花时间不断调整演出状态，才能重新

融入演出，这必然会影响整场演出的艺术质量。更有甚者，演员

在做一些高难度动作时，被台下的闪光灯晃了眼，极有可能发生

意外，造成一些难以弥补的伤害。

对于演员，我们自然要求其以演出、角色为重，尊重艺术，在台

上兢兢业业地表演。其实，台下的每一个观众和台上的演员一样重

要，因为观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同样可以影响整场演出。因此，

提升观众的个人道德素养、强化自我约束，在细节中显现文明，共同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观剧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当然，观演文明不能仅仅依赖于观众素质的自我提升，演出

单位和剧院等团体同样需要对文明行为、规范进行大力宣传，并

用良好的观演环境规范人们的观演行为，逐步引导形成欣赏高雅

演出的“规矩”和“惯例”。有时，观众的不文明现象只是单纯地出

于喜欢而忘形，或者是因为过于热情导致冲动。如果台上演员倾

情表演，台下观众尽情陶醉，大家真正地投入艺术欣赏中，再加上

整个剧院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不文明现象自然会不断减少乃

至逐步消失。

其实，在现场观赏一出舞台剧或者聆听一场音乐会留给我们

的有很多，可以是品位的提升，可以是思想的顿悟，当然也可以是

拍照留念；一次愉悦的旅行带给我们的也有很多，可以是眼界的

开阔，可以是阅历的增加，也可以是相机中塞满了的照片。相比

较而言，在现场的感悟、体会远比回家翻看照片要真实得多，有时

候只记得拍照的我们反而忽略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美景、正在享受

的艺术盛宴。

台上光影生，台下四方聚。剧场的艺术，每一场都无法复制。

也许，当我们试着放下手中的相机时，可能会发现原来美妙的音乐

是赐予耳朵最好的礼物，优美的演出则是馈赠于双眼的最美享受。

而纯粹的回忆更是可以让一切都深藏于心里，让人来慢慢体会。

拍照真的没那么重要。

本报讯 （记者张婷）5月6日，

“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3 新民

歌音乐季在京启动。

由南宁市委、市政府及广西

电视台联合主办，广西卫视、世熙

传媒等承办的“一声所爱·大地

飞歌”2013 新民歌音乐季以“相信

你的耳朵，这就是民歌”为口号，

在 瑞 典 最 受 欢 迎 的 音 乐 节 目

True Talent 原版模式基础上，定

位“新民歌音乐季”，保留盲选、PK

战等经典赛制，通过知名音乐制作

人带队等模式，使其成为以民歌为

主题的音乐鉴赏类节目。

今年，该节目在模式上有所

创新。赛制上将取消去年的唱区

概念，改为全国范围内的选拔，

以 求 寻 找 到 更 多 的 实 力 好 声

音 。 同 时 ，节 目 加 大 了 明 星 分

量，除邀请郭德纲等主持外，节

目组每期还将邀请两名明星歌

手参与演出等。

据了解，该节目将于 6 月 6 日

在广西卫视与全国观众见面。

“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启动

音乐剧《爱在天际》纪念“两弹一星”功臣

本报讯 （记者祝静）近日，

以展现“两弹一 星 荣 誉 勋 章 ”获

得 者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创 办

人之一郭永怀英雄事迹的大型

原创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

在 京 上 演 。 演 出 当 晚 ，郭 永 怀

夫 人 、95 岁 高 龄 的 李 佩 亲 临 演

出现场。

作 为 中 国 科 协 与 教 育 部 启

动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

师名校宣传工程”首批支持的 6

个剧目之一，《爱在天际》讲述了

科 学 大 师 郭 永 怀 的 感 人 事 迹 。

全剧分“回家去”“新的大学”“牺

牲”等 10 场，以郭永怀和夫人李

佩教授及女儿芹芹的亲情为切

入点，以郭永怀回国、育人、研制

两弹一星、牺牲、神舟发射的故

事为主线，把他对祖国、对党的

深厚感情与繁荣祖国的科技事

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现出郭永

怀在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中的重

要贡献。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

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由中

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主办，以宣

传科学家为主题，通过师生演校

友、师弟演学长的方式展示“共

和国的脊梁”的光辉业绩、崇高

形 象 。 自 2012 年 启 动 实 施 以

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作为首批启动高校，分别排演了

以 王 选 、邓 稼 先 、钱 学 森 、竺 可

桢、李四光和郭永怀为主人公的

话剧或音乐剧，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抢占母亲节档期

本报讯 （记者胡芳）由著名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担任制作人的

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日

前在深圳、武汉等城市的保利院

线巡演，并广泛征求意见，以期剧

本进一步完善。

据李盾介绍，他于 6年前购得

《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版权，但真

正打动他要创作这个音乐剧是 3

年前上海浦东机场的“刺母”事

件。剧情创作也不拘泥于同名电

影，而是把时间推移到现代，把

“刺母”事件融合进去。李盾说，

当年买电影版权时的想法是做关

于母子之间的故事，以反映当今

社会越来越多单亲家庭的生活现

状。李盾表示，不同于之前作品，这

部剧更接地气，加入了他更多的人

生感悟，让他真正开始关注现实、关

注小人物。

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优美

的音乐和热辣的舞蹈也是该剧

的看点。该剧由香港金牌音乐

人金培达作曲，国内著名词人梁

芒作词，美国百老汇的著名编舞

Seaon Stylist Bristol担任编舞。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

5 月 3 日，“闳约深美”——第三届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展演月开幕式

举行，这标志着历时一个月、包含

20多项展览和 19场演出的南艺艺

术展演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南

艺艺术展演月继续对社会免费开

放，市民可预约免费门票。

作为本届艺术展演月的开场

活动，当日举行的开幕式演出由

南艺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流行音

乐学院等单位协同参演，节目类

型囊括声乐、器乐、舞蹈、原创歌

舞剧等多种形式，包括一批在全

国重大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的优

秀节目。

南艺艺术展演月活动是集中

展示南艺教学与创作成果，体现

办学实力，创建、推介毕业生的优

质平台的品牌系列活动。该活动

从 2011 年开始举办以来，因其高

水平的艺术水准和高质量的展演

内容，已成为江苏省内外一项颇

具影响的艺术展演活动。

第三届南艺艺术展演月免费开放

音乐剧《岳云》排练现场

2009年 7月，黑龙江省曲艺团

来到桦川县悦来镇演出的那天，

现场有一位农民老大爷手举着吊

瓶边输液边观看节目，这个场景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演职人员。演

出结束后，演员们纷纷主动下台

和老大爷合影留念。演员们深深

地感到，农民们对曲艺是非常的

喜爱和渴望，这也是演员们不断

完善自己的动力。

黑龙江省曲艺团是一个不足

40 人的小曲艺团，由于人少，演职

人员都是身兼数职，上台前是装

卸工，上了台就是演员，平时搞创

作。就是这样一个团体，10 余年

来坚持下乡为百姓公益演出。

送欢笑到乡村

从 2001 年开始，黑龙江省曲

艺团在黑龙江省率先把目光投向

基层，开着“大篷车”把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送到农村、厂矿

和边陲军营。不管是学校的领操

台，还是田地里的四轮拖拉机上，

到处都留下过他们演出的身影。

2007 年，由黑龙江省曲艺团

率先推出的“送欢笑到乡村”巡回

演出活动，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

传 部 、省 财 政 厅 、省 文 化 厅 的 支

持，并将此项演出活动扩大到全

省所有文艺院团，活动也更名为

“送欢笑到基层”。截至 2013 年 4

月，黑龙江省曲艺团“送欢笑到基

层”演出足迹已遍布全省广袤的

乡镇和农村，行程 11.3 万公里，演

出 397场，观众达 32.4万人次。

演员百姓“一家亲”

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宗成滨

说：“基层的群众最需要我们，即

使 有 再 多 的 困 难 ，我 们 也 要 克

服。”2011年 6月，曲艺团到大兴安

岭演出，刚在室外搭好舞台，天就

下雨了，当地百姓舍不得走，演员

们 就 带 装 露 天 演 出 。 雨 渐 渐 大

了，观看演出的老百姓自己不打

伞，上台来给演员们打伞……

团里的老艺术家、著名笑星

马 伟 国 在 兰 西 县 演 出 时 接 到 了

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没有让悲伤

压 倒 ，仍 坚 持 上 台 ，把 欢 乐 带 给

了观众。

在下基层演出的过程中，特

别是在贫困县，看到有上不起学

的 孩 子 ，不 用 号 召 ，从 团 长 到 演

员，经常三五百元自掏腰包来资

助这些孩子们；遇到有想学曲艺

和唱歌的孩子，每个艺术家都二话

不说收下做徒弟，回到省城一直保

持联系。现在曲艺团的文化下基

层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把文艺送到

基层，而是无论到哪里，都能为基

层留下文艺的种子，培养人才。

文化飘香

农民群众不仅需要专业剧团

下乡演出，更需要培养和发展自

己的文艺队伍。曲艺团在给基层

送去演出的同时，注重挑选、培养

基层文艺骨干，和农村文艺骨干分

子结成对子，通过收徒弟、交朋友、

到团里接受培训等方式，辅导、带

动农村文化积极分子，变“送文化”

为“种文化”，把文化留在基层。

黑龙江省曲艺团演员刘冰歌

告诉记者，每次下乡演出都有文

艺爱好者前来请教，拜师学艺，一

些人为了提高水平甚至跟着演出

团队走。这些爱好者当中有的是

农民，有的是基层文化工作者，有

的是家长带着想学曲艺的孩子。

目前，黑龙江省曲艺团已同

肇东市文化局结成了对子，与鸡

西市滴道区、宾县等成为了友好

单位，曲艺团负责定期辅导对方的

艺术创作和演出，为基层提供作

品，建立起了“文化留乡”的阵地，

让文化下乡真正融入农村生活。

把精品奉献给群众

常年深入基层演出让演员们

体会到了人间百态，也为他们的

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他

们充分发挥曲艺团语言类节目灵

活多样这一演出优势，说百姓的

事，唱百姓的歌，创作出能够被老

百姓接受并喜爱的曲艺精品。近

5 年来，曲艺团先后创作了相声

《求学心切》、《说句心里话》，小品

《接站》，歌曲《明天更美好》等 30

余个反映现实生活和农村题材的

幽默风趣的节目，真正做到将优

秀的舞台表演艺术和创作的精品

奉献给广大群众。

团里的女高音青年歌唱家王

庆辉是黑龙江省声乐大赛的“一

等 奖 专 业 户 ”，下 乡 演 出 不 计 报

酬，把下基层为老百姓演出当作

是天大的事情。从 2004 年至今，

她参加的下基层演出达 800 多场，

这是全团演职人员的一个缩影。

为人才成长提供机会

曲艺团采取内部培养和外派

学习两种方式，为青年演员创造

学习发展机会，积极鼓励年轻人

参加全国、全省各类赛事，促进业

务能力提高。对待青年演员采取

“传、帮、带”的方式来培养，继承

发展传统曲艺艺术。对一些优秀

的专业人才，采取了聘任的办法

来增强剧团的整体实力。同时，

面对经费有限的情况，曲艺团每

年还是尽量创造条件，选派优秀

的青年演员赴北京、天津比赛观

摩，为所有优秀人才创造学习深

造的机会。青年演员业务能力大

幅提升，在全国、东北三省曲艺比

赛中屡获大奖。

多门类业务同发展是黑龙江

省曲艺团的一大亮点，曲艺演员

身兼创作和表演，相声、小品、快

板、相声剧都能演；声乐人才双向

发展，独唱演员不但能唱鼓曲而

且在历届黑龙江省各项声乐比赛

中屡获大奖。

近年来，黑龙江省曲艺团不

断探索用相声剧把过去一个人的

快板、两个人的小品等小型曲艺

节目融汇到一个剧中，让群众熟

知的演员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舞台

上，吸引观众。2012 年 1 月，他们

精心策划的相声剧《桃花巷枪案》

在哈尔滨北方剧场上演，整个剧

目在创编过程中巧妙地将曲艺团

的众多笑星、歌星融入每个角色

当中，打造出了一台独具特色的

相声剧目。此剧一经上演，就受

到哈尔滨观众的喜爱和媒体的好

评。目前，黑龙江省曲艺团正在

筹划相声剧、相声专场驻场演出

的计划，拟成立黑龙江省第一家

专业院团小剧场演出，他们计划

以市场方式运作，预计市场前景

会很好。

艺术·院团

黑龙江省曲艺团送戏下乡演出现场

艺术·言论

艺术·资讯


